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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与创新跨界与创新：：
探索儿童文学创作的新路径探索儿童文学创作的新路径、、新方法新方法、、新格局新格局

““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新的可能性新的可能性””暨新时代成人文学作家跨界写作儿童文学主题对话会在杭州举行暨新时代成人文学作家跨界写作儿童文学主题对话会在杭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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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家写给孩子的人生小书”（全
4册），张炜、徐则臣、周晓枫、葛亮著，新
蕾出版社，2016年10月-2023年1月

“耗子丫丫的故事”（全3册），叶广芩
著，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10月-
2020年10月

“草原三部曲”（全3册），鲍尔
吉·原野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1年10月-2022年10月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
品能够滋养少年儿童的心灵，开阔少年儿童的视野，引领少年
儿童茁壮成长，打好一生的精神底色。6月28日，由中国作家
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浙江省作家协会和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指导，由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浙江）、百花文艺出版社
联合主办的“儿童文学：新的可能性”暨新时代成人文学作家
跨界写作儿童文学主题对话会在浙江文学馆举行。

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叶彤，天津出版传媒集
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苏坚，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
纳杨，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晋杜娟，浙江文学院
（馆）院长程士庆，浙江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叶凯，天
津出版传媒集团出版部部长刘子媛，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薛
印胜，百花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杨喆等30余位专家、学者和出
版人参与活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艺术大家跨界写作，让儿童文学
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新
的发现，为儿童文学发展提供新契机。叶彤表示，浙江是儿童
文学的一方热土。2023年8月，浙江省作家协会与中国作家
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共同主办成立了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中心，并邀请国内儿童文学研究专家、评论家方卫平教授主持
中心工作，开拓出浙江儿童文学的又一阵地。此次会议也是
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最隆重的一次活动，浙
江作协将以此次对话会为契机，靠前谋划、主动吸引更多作家
创作和演绎优质童话故事，为孩子们提供更加多元、有内涵的
阅读选择。

创作和出版更多更好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是每一位作
家的责任，也是每一位出版人的使命。苏坚认为，此次活动不
仅是系统总结和分享成人文学作家跨界写作儿童文学的成果
和经验，深入探讨跨界写作的可能性和深远意义，更是搭建一
个成人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文学评论家、编辑之间沟通
与交流的平台，力求发掘更多儿童文学创作的新路径、新方
法，更好地服务于儿童文学的读者，助力中国儿童文学的高质
量发展，也将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是否存在边界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是否存在边界？？

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浙江）主任、鲁东大学儿童
文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方卫平教授提到，近十几年来，成人文学
的作家们成规模地进入儿童文学写作领域，成为一个显豁的
现象，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跨界写作。关于
何为“跨界”的内涵和外延，关于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是
否存在边界等议题，与会作家、理论评论家和童书出版人各抒
己见，分享了不同的观点。

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鲍尔吉·原野认为，这种跨
界是市场和读者的双向选择，即便仅从完善语言体系的角度
来看，成人作家进入儿童文学领域，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上
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赵丽宏谈到，自己的写作并没有跨
界，不管是先前的诗歌散文创作还是近年的儿童文学创作，对
文学理想的追寻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在一个时代，成人文学的
品质会影响儿童文学的品质，儿童文学的品质反过来也会影
响成人文学的品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文学
评论家纳杨表示，跨界写作对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是正反两
方面的影响，我们要拥抱其积极的一面，同时也要勇于面对争
议，努力提高原创儿童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品质，为少年儿童
提供更丰富的阅读，更有力量的精神成长支撑。杭州师范大
学教授、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王侃认为，所谓跨
界，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通常单向讨论从成人文学到儿童文学
的跨越，但也要注意到从儿童文学到成人文学的跨越。他谈
到，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两者可以相互影
响、相互交融，中间并不存在难以打破的壁垒。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李学斌认为，文学本就是辽阔无
垠、生机勃勃的统一世界，有共同的原则、旨趣，共通的结构、
形式，不存在难以逾越的差异和边界。所谓成人文学和儿童
文学的分野本就是相对的，而所谓的跨界更多时候则仅仅是
同一个作家不同时间、空间，不同身心状态下的身份转换和审
美预设，两者间不存在绝对的鸿沟与跨越。

在探讨儿童文学的跨界写作时，《当代作家评论》副主编
李桂玲认为应该关注到当下的写作状态、分析其背后的原因，
并提出应该怎么做。从作者的角度来说，作者选择进行跨界
创作，是有一种内驱力促进其去书写，想通过文字的方式传达
对于时代和人生的思考；从读者的角度来说，需要这样的作品
是出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需求；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图书
的属性要求儿童文学作品既要有经济效益，又要有社会效益，
因此出版人应该审慎思考如何面对儿童文学的书写和把握。
浙江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江南》杂志社原主编、作家袁敏认
为，探讨儿童文学的跨界写作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
借此时机可以拓展和重新定义儿童文学的疆域，为初高中生
乃至成年前的青少年提供更多阅读选择，将新型教育观融入
作品，为青少年阶段的读者提供通向成人世界的阶梯。浙江
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浙江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赵
霞认为，长期以来，儿童文学是一个受到题材、语言等诸多方
面规约的文类，当前成人文学作家跨界写作儿童文学的过程

中出现的一批优秀之作，为当下儿童文学发展带来了新的艺
术可能性。尤其是在儿童理解方面，这些优秀作品呈现了一
种罕见的真诚和深入的真实，让我们看到了文学书写儿童的
更多可能。赵霞期待，跨界写作能够给充满边界感和规范感
的儿童文学带来某些先锋、积极的艺术冲破和拓展，促进儿童
文学蓬勃发展。

尊重儿童性尊重儿童性，，重视文学的基本规律重视文学的基本规律

当前，我们谈论儿童文学写作与成人文学写作之间的不
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方卫平认为，一般说来，成人文学作家
的写作可以预设读者，也可以“目中无人”，但是，“眼中有读
者”却应该是儿童文学作家的基本写作姿态，甚至是基本的写
作伦理。由于“隐含读者”的不同，儿童读者接受心理的不同，
这决定了儿童文学创作在主题、题材、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有
自己特殊的文学规律和美学要求。

儿童文学不仅要具有文学特质，还要有其自身的特点。
儿童文学作家刘海栖认为，首先，儿童文学面对的读者是儿
童，因此不能完全套用成人文学的标准；其次，儿童文学的类
型和类别很多，读者的年龄差异也很大，儿童文学创作者应该
具有胸怀和眼光，不应画地为牢，也不应妄自菲薄，要不断汲
取不同文学门类中最优秀的部分，才能写出真正具有高品质
的文学作品；最后，儿童文学作品不仅要有个性，更要有共性，
这样才能走得长远。成人作家写作儿童文学作品是好的，但
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比如，部分成人作家并未做好创
作儿童文学作品的准备，其作品的艺术水准与优秀的儿童文
学作品尚存在差距，且并非所有的成人作家都适合写儿童文
学作品。作家裘山山从个人创作经验出发，谈到从事儿童文
学创作的分寸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思想性的分寸，内容
要积极，讲述方式不能太刻板、太沉重，人物和故事性必须能
吸引孩子；其次是语言上的分寸，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要准
确、流畅、干净，不要用太多俗语、网络用语等；三是情感上的
分寸，在儿童文学中可以直抒胸臆，不必像成人文学中那样过
分克制。作家王棵也表示，相对于成人文学，儿童文学更有利
于其在写作中贯彻诗性和浪漫，这也是目前他创作儿童文学
的动力之一。

作家要注意分辨儿童阅读期待与阅读能力，强调对文学
基本要素的再认知。《文艺报》社副总编辑、文学评论家刘颋认
为，作家创作中实际面对着三种儿童：第一种是当下现实生活
中真实存在的儿童；第二种是被书写、被塑造的儿童，是存在
于文学作品中的儿童；第三种是所有人期待的那种理想的儿
童。同一部文学作品在这三种儿童面前的接受反应是有差异
的，文学作品和受众之间的差距也就产生了。但无论是哪种，
最终还是要回到文学的本质上来。她表示，好的语言能够传
递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出色的文本结构
令读者印象深刻，对于作者情感、情节和主题的表达能发挥巨
大的作用；文化底色会带来对阔大的观念的认知与渗透。儿
童文学作品要注重生命教育，对生命中存在一些重大的节点
和难题，诸如离别、生死、敬畏、平等，儿童文学作家要有能力
把生命的丰富复杂和广阔以儿童文学的形式给孩子们呈现出
来。我们有必要从重视文学的基本规律切入，在尊重儿童性
的同时，提升儿童文学的文学品质。

成人作家或为儿童文学注入新的活力成人作家或为儿童文学注入新的活力

就我们今天谈论的跨界写作而言，每个作家的具体情况
千差万别，而且，有些成人文学作家同时也可能是天生的儿童

文学作家。方卫平谈到，这些成人文学作家成规模地进入儿
童文学创作，其历史、文学视野、文学意趣、笔力等，势必会给
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会为儿童文学创作提出一些有意思
的话题。诗人、作家、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徐鲁认
为，成人文学作家跨界创作儿童文学，为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带来了“新质生产力”。无论是对儿童文学题材领域的拓宽，
对儿童文学风格多样化的加持，还有儿童文学创作力量的充
实，都是有目共睹的。

《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陈香表示，成人文学名家集体介入儿童文学创作，给儿童文学
创作带来了双重启示。一重启示是创作主体的多元，突出表
现为成人文学名家的集体“跨界”，带来了更为丰富和开放的
文学样本，为儿童文学写作提示了新的叙事边界和艺术魅力；
另一重启示是，儿童文学拥有独有的生命哲学与审美特质。
儿童文学伴随着儿童的发现而产生，是否“为儿童”，是否以儿
童为本位，是否成功使用儿童视角，是否具有儿童文学所独有
的天真意趣和童年美学，是儿童阅读接受的关键，也成为判定
作家创作是否属于儿童文学的重要标准。

袁敏谈到，成人作家写作儿童文学，其关注的选题和视野
都大不一样，会给儿童文学的园地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风
景，同时也能让作家的创作空间有广阔的拓展和创新。《出版
商务周报》总经理盛娟则认为，伟大的文学最终趋向都是儿童
文学，好的儿童文学应该传播开来，儿童文学的创作题材也可
以进一步扩大。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原副总经理、资深出版人
纪秀荣表示，成人文学作家跨界写作儿童文学这一话题，体现
了我们对中国儿童成长的关爱，他们代表着我们国家的未来。

儿童文学并非儿童文学并非““小儿科小儿科””，，也需要有也需要有““大智慧大智慧””

儿童文学虽然是写给孩子看的作品，但并不是浅显、简
单、幼稚的“小儿科”，而是对作家有更高的要求。赵丽宏认
为，作家应该用有趣的方式、纯真的态度、生动的语言，把饱含
童心的故事写出来。这样的故事，也许在浅浅的、淡淡的文字
里面隐藏着深挚的情感和思想，这应该是每一位作家的追
求。赵丽宏谈到，如果一个写作者没有发自内心对孩子、对生
命、对生活的爱，是无法写出好作品的。

作家不仅要爱孩子，还要尊重孩子，理解孩子。儿童文学
没有儿童文学禁区，关键是作家的态度，不管写什么，都是为
了让孩子认识人间的真善美。鲍尔吉·原野表示，儿童文学作
品最重要的是要传播爱的力量和善良。作家有义务和责任通
过自己的作品将好的语言奉献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可以表达
心声，关注大自然，让孩子懂得爱是力量、爱是源泉，爱可以让
人成长。裘山山也认可作家首先要尊重儿童，对待儿童文学
创作，甚至应该比成人文学创作更慎重、更有爱、更有分寸感。

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是关于人的情感、精神世界的文字
表达，是儿童与文学的化学反应，不是简单的“儿童”加“文
学”。纳杨谈到，与其他界别的文学相比，儿童文学阅读对象
的确定性和所承载“功能”的多元性可能是最突出的特点。《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读周刊》主编、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
长杨雅莲认为，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要相互学习和借鉴，对于
儿童文学作家，尤其是年轻的作家来说，需要读一些中外经典
作品、成人作家的优秀作品，需要关注纯文学领域的实践和探
索。她期待，儿童文学在保证品质的同时能重视新时代孩子的
生活，走进当代儿童的心里，成为影响他们的人生之书。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认为，成人文学作家创作儿
童文学，需要像儿童文学作家一样保持纯真的精神状态，这与
拥有深刻的思想是不矛盾的，也是必需的。她还提出了对当
下儿童文学现状的忧虑，儿童文学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为孩子提供怎样的精神食粮，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世界观、
生命观，需要出版机构、作家、评论家共同思考和努力。未来，
她期待更多优秀的作家为孩子们创作出更多传递温暖与爱的
精神食粮，同时也希望儿童文学作品的划分能够更加清晰，儿
童文学领域创作更加规范，从而引领儿童健康成长。

跨界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从A到B、从B到C的问题，《南方
文坛》副主编曾攀从四个方面提出对跨界儿童文学写作问题
的思考，第一，儿童文学是否存在一种乌托邦式的纯粹、干净、
无污染的语言，儿童文学语言能否与现实、网络、影视语言进行
交流、对撞与融通，是儿童文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第二，采
取儿童视角或以儿童的价值理念进行创作，会出现某种“小儿
科”的倾向，从简单、纯粹的儿童观念上升到某种普遍性的价值
观，需要建构必要的美学理念；第三，成人文学作家需要处理好
儿童观念与自我处境的关系，形成新的儿童观并形塑新的结构
性价值；第四，目前儿童文学主题性有余而思想性不足，儿童文
学作品的思想是否需要朝纵深发展，以及纵深到何种程度？

徐鲁也认为，目前儿童文学创作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不
容忽视的：一是语言的准确与规范化问题，儿童文学作家要保
持语言纯正、优美、准确、规范，在规范化的前提下，也要保留
自己的个性；二是知识传递的准确性问题，儿童文学作家在传
递知识时要准确无误；三是题材上的“儿童不宜”问题，比如血
腥、暴力、迷信等，儿童文学作家要对题材进行取舍与选择，要
向少年儿童传递清晰、明亮、健康、正确的价值观；四是儿童文
学的“深”与“浅”的问题，儿童文学不应该一味迎合孩子喜欢
轻松、搞笑、无厘头的快餐式口味，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不能
因为读者的年龄而减弱，恰恰相反，作家需要更高超的、“润物
细无声”的文心、智慧和技巧，并且适当增加思想的含量。

跨界作家作品的厚度与重量

活动现场，与会专家还就张炜、叶广芩、裘山山、赵丽宏、
鲍尔吉·原野、周晓枫、袁敏等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展开深入
交流。李学斌探讨了作家赵丽宏的跨界文学创作。他认为，
赵丽宏的儿童小说、童话、儿童诗、幼儿故事作为跨界儿童文
学创作现象之一脉，不仅展示了新时代原创儿童文学的勃勃
生机、多元样貌与多种可能，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丰
富并推动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题材领域、内容结构和审
美进程，同时也为更多当代作家跨界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成
功借鉴。

儿童文学评论家、宁波工程学院教授陈恩黎以叶广芩的
跨界写作为例，认为叶广芩以其在成人文学领域笔耕30余年
的功力谱写出一曲别样的天真之歌时，也为如下议题提供了
一份很好的样本：如何以经验支撑起童年写作的厚度与重量？
童年写作又如何以天真温暖和轻盈了经验世界？她认为，叶广
芩的“耗子丫丫故事”系列是一次成功的跨界写作实践。随着
目标读者由成人转变为儿童，叶广芩对故事的抒情与讲述，以
及童言无忌与儿童文学的禁忌均有不同的成功调整。陈恩黎
认为，作家的使命就是要努力把私人性的情感和生命体验向
外延展，延展为一种公共性的审美活动。

鲁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博士许廷顺以周晓
枫的几部童话作品为例，分享了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思考，并针
对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技法和人物塑造等方面，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他认为，在当下时代，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儿童文学
的幽默和儿童文学的娱乐性仍值得作家认真思考。浙江少年
儿童出版社编辑黄晨屿围绕袁敏的作品进行探讨，她认为，袁
敏是天生的儿童文学作家，她自发拥有先进的儿童观。袁敏
的作品真正顺应儿童，紧贴教育现实，用纪实的手法、幽默的
语言，塑造了一批颇具代表性的成长中的少年形象。她将观
察的视角由小家庭延伸到更广阔的天地，她的作品中透露出
对教育公平、教育创新的期望，燃起民族希望之灯，体现了对
儿童成长的真正关怀。

儿童文学的写作是有难度的，它考验着所有的写作者。
对这一难度的深入认识，也许是推动认识当代儿童文学新的
艺术可能及发展的重要契机，或许也是当前儿童文学跨界写
作令人关注的原因之一。方卫平在学术总结时谈到，这次会
议触及了儿童文学跨界写作中的许多重大现象和重要的学术
性话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儿童文学的跨界写作不仅意味着
写作立场和姿态的变化，也指向儿童文学艺术表现和理解的
拓展与革新。因此，跨界写作不仅涉及艺术可能性的拓展，也
关涉这一写作和出版最重要的价值观的重思与建构。此次会
议是跨界写作者和思考者一次极有意义的相聚与碰撞，也是
对相关话题一次创造性的探索与交流，相信会议的成果会有
益于儿童文学跨界写作与理论研究的推进和发展。


